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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是珍珠；父母是母蚌 
顏源峰校長 

 

孩子小時候就像細小的沙粒，在母蚌的包裹下，不斷成長，最後被孕育成一顆

閃耀的珍珠。 

 

作為校長，從事教育二十多年；作為爸爸，也努力學習了十三餘年，我一直堅

持一個信念「要讓孩子像珍珠一般閃亮」。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掌上明珠能發出

閃耀的光芒，但又有幾多時候，我們能真正看孩子是珍珠？能閃亮呢？ 

 

在我看來，孩子的「亮」不單是天賦才能，更重要是他的性格特質，任何值得

欣賞的地方，都應該是孩子的亮點。曾有家長跟我說：「我的孩子除了跳皮，我看

不見有任何過人之處。」我真心相信，無論多平凡的孩子，他們總有獨特之處，是

父母獨一無二的孩子，人本來就有分別，又何需比較呢？ 

 

在我而言，孩子的「亮點」並不是單一從成績單的結果(Doing)反映出來，成

績優秀，活動得獎，服務見稱，這些顯而易見的結果當然會叫父母安心快樂。但更

多時候，我們需要仔細觀察孩子的日常生活，並且從細微的表現、表達中發掘他們

的性格特質(Being)，並給予機會發揮，讓他們能自由活出自己的獨特性，這才能

讓他們成為一顆「珍珠」閃耀發光。 

 

然而，小沙成珍珠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，作為家長，要等待陪伴、包容接納、

鼓勵稱讚、少一點心力、時間和耐性也不可。況且，每一位孩子成長的時間和速度

都有不同。我家的老大和幼子，從小到大成績絕非斐然，音體美對他們更是絕緣，

然而，我從不輕看他們的獨特性，亦喜歡在生活中觀察他們。老大性格溫馴，為人

蠻有義氣，說話聲線雄壯，不失大將之風，中一那年，他竟自薦作班會主席，細問

下，原來主席一職無人問津，他決定自薦行事，服務大家，結果他在校深受同學愛

戴，常說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全因他有一顆對人慷慨，對人付出毫不計較的心。

幼子是個暖男，小五的旅行途中，他竟自發自費買手信，用心地挑選：「這盒陳副

校，那袋鍾老師⋯⋯」看著他窩心的舉動，溫度十足，作為父親，真的看得耀眼非常。 

 

所謂「成績是一時、態度是一世。」教育的確需要有公平劃一的標準去量度，

才能較公平地區分不同能力的學生，既然世界的標準已經肯定人學術的能力，我們

是否能以超越尺度的眼光，用心去觀察，耐心的陪伴等待，期待走進母蚌中的沙粒，

將來能成為閃耀的珍珠呢？ 

 

我們的孩子是「成形中」的珍珠，還是毫不起眼的沙粒？那就取決於父母能否

成為孕育孩子的母蚌，帶著不一樣的眼光，看見他們的閃亮。 


